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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结构技巧#是指对情节的组织构造和总体安

排#是小说中 +五花八门的叙事技巧#或叙事

法,(

-!.J&历史小说由于人物繁多'线索纷杂'故事时

间漫长#要把众多复杂的史实组织起来#使之成为

完整'连贯'严密的艺术作品#并不是件容易的事(

然而明清第一部历史小说)三国演义*一诞生#评点

家毛宗岗就高度评价其结构之妙%+读)三国*者#

读至此卷#而知文之彼此相伏#前后相因#殆合十数

卷而只如一篇#只如一句也,#+文如常山率然#击首

则尾应#击尾则首应#击中则首尾皆应#岂非结构之

至妙者哉1,

-%.!!GJ那么#)三国演义*及其后来的历

史小说的编撰者#是以怎样的技巧来构造出+至妙,

的结构呢2 这是笔者在此篇论文里要探求的问题(

##一#宏观上的结构技巧!编年0纪传0纪事

本末

##历史小说受史传的影响#整体上往往采取编年

的方法#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叙述( )三国演义*作为

$$!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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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历史小说#在叙事时间的处理上却是编年体

操作的典范( 全书叙事起自汉灵帝建宁元年

!!'^"#讫于晋武帝太康元年!%^&"#故事时间为

!!% 年( 该书大体上以时间先后逐年纪事#小说开

头即说+后汉桓帝崩#灵帝即位#时年十二岁,&结尾

又说+后主刘禅亡于晋太康七年#魏主曹奂亡于太

康元年#吴主孙皓亡于太康四年#三主皆善终,( 从

头至尾严守编年体例#叙事时间清晰可辨(

历史小说在编年上有一个特点#即利用朝代治

乱兴亡的循环来布局#这是它区别于明代英雄传

奇'神魔小说'世情小说等的独特之处( 历史小说

的叙事是一种充满了深沉历史感和浓厚生命意识

的宏观叙事( 编撰者往往采取正史纪年的叙事策

略#截取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作为敷演对

象#以朝代的更替来构架故事的大循环#从而形成

极富文化意蕴的严密时间机制#并在结构上发挥其

得天独厚的聚敛作用( 如以春秋战国的历史为对

象的)东周列国志*#以周王朝的衰乱为始#以秦始

皇一统中国为终#历经周王朝的灭亡#春秋五霸'战

国七雄的兴亡盛衰#+上下五百有馀年之间#列国数

十#变故万端#事绪纷纠#人物庞沓,

-$.

#如果不是以

朝代及诸侯的治乱兴衰来构架故事的话#是不可能

做到+紊而不乱#前后贯穿#上下衔接#宾主照应#布

局严整,( 而)三国演义*更是开宗明义#一语道破

此一特点%+天下大势#分久必合#合久必分,#以汉

室的衰乱为始#历经魏'蜀'吴三国的兴亡盛衰#再

到晋主司马炎灭三国归于一统#罗贯中正是在此构

架上#将三国的历史敷演得绝妙绝伦( 美国学者浦

安迪还发现%+在历史循环的哲学思想影响下#)三

国演义*的开端和结尾形成了时间结构上的照

应(,

-G.他举出了 J 个例子为证#这更说明了以朝代

兴亡布局在结构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(

编年的方法#将漫长的历史切分成时间的片

段#然后将人物'事件填充各个时间段#这样做的好

处是+中国外夷#同年共事#莫不备载其事#形于目

前( 理尽一言#语无重出(,

-J.但与此同时#它也存

在着较大的弊端( 杨万里曾批评)资治通鉴*说%

+予每读)通鉴*之书#见事之肇于斯#则惜其事之

不竟于斯( 盖事以年隔#年以事析#遭其初莫绎其

终#揽其终莫志其初#如山之峨&如海之茫#盖编年

系月#其体然也(,

-'.尽管当代学者纪德君说历史小

说的编撰者#为了避免这一缺陷而做了一些工作#

如+将某些相互交错的情节移前挪后,#+将间隔于

某一情节之中的其他事件剔除不用,等-".

#但这些

结构技巧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克服编年方

法+事以年隔#年以事析,的不足#大多数历史小说

还是很难靠这些技巧把故事片段组接成一个有机

的艺术整体( 在这种情况下#由司马迁奠定下来的

+纪传体,#就自然会受到编撰者的亲睐(

历史小说受史传的影响#在编年的同时#也局

部运用纪传的方法来组织情节( 如)三国演义*虽

然总体上用编年记事#但局部就运用了纪传的方

法#写关羽的章节里面#前后相连的就有+关云长挂

印封金,+美髯公千里走单骑, +汉寿侯五关斩六

将,+斩蔡阳兄弟释疑, +会古城主臣聚义,( 接连

的 J 个情节片段#集中刻画了关羽的威武神勇'义

薄云天#鲜明地表现了关羽的性格品质(

历史小说中还有一部分小说是+以一人一家事

为主而近于外传'别传及家人传者,#如)大宋中兴

演义*)于少保萃忠传* )说岳全传*等( 这些历史

小说相比)三国演义* )隋唐演义*#更大程度上借

鉴了纪传体的结构技巧#以一人或数人的重要经历

为结构线索#从主要人物所处的社会背景'出身经

历写起#然后转到其从事的重要政治'军事活动#最

后写到死亡#交代其一生的功过是非( 如)说岳全

传*的结构就是以岳飞的经历为主线#从其由金翅

鸟投胎转世写起#写到他少年时的品性才艺#枪挑

小梁王#北上抗金#直到被秦桧以+莫须有,的罪名

害死#叙述的重心始终在岳飞的经历上( 这种结构

由于是以人物性格为叙事逻辑#故能增强故事之间

的因果联系( +它可以较好地弥补编年体结构以事

件为中心#见事不见人#人物为事件所淹没的弊病(

所以#将之错综运用于编年体结构之中#就有可能

获得既反映了有关政治方面的兴衰治乱之迹#又突

出人物在历史运转中之作用的双重效果(,

-".尽管

如此#但纪传体的结构技巧同样存在一些不足( 这

点刘勰早有洞察#他在)文心雕龙0史传*里写道%

+然纪传为式#编年缀事#文非泛论#按实而书( 岁

远则同异难密#事积则起讫易疏#斯固总会之为难

也( 或有同归一事#而数人分功#两记则失于重复#

偏举则病于不周#此又铨配之未易也(,

-^.当代香港

学者劳悦强还指出%+由于纪传体往往限于传主本

G$!



赖力行#杨志君%论明清历史小说的结构技巧

身的行事欠缺主题性#而且传主一生经历的不同事

迹#其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#因此#纪

传体本身并不利于环环相扣的叙事结构的发

展(,

-C.G'在编年与纪传两种结构方式都不能提供环

环相扣的叙事结构的前提下#一种能够综合两者长

处的结构方式便诞生了#那便是纪事本末体结构方

式( 纪事本末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#是从袁枢的

)通鉴纪事本末*开始的(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称

)通鉴纪事本末*有+文省于纪传#事豁于编年,的

好处#

-!&.基本符合实情( )四库全书总目*更将纪

事本末体与编年体和纪传体作比较%+纪传之法#或

一事而复见数篇#宾主莫辨&编年之法#或一事而隔

越数年#首尾难稽( 枢乃自出新意#因司马光)资治

通鉴*#区别门目#以类相篡#每事各详起讫#自为标

题#每篇各编年月#自为首尾//包括数千年事迹#

经纬明晰#节目详具#前后始末#一览了然#遂使纪

传'编年贯通为一#实前古之所未见也(,

-!!.历史小

说深受史传传统的影响#)三国演义*的成书时间在

)通鉴纪事本末*成书!!!"' 年"之后!)三国演义*

的成书时间#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明初#如陈大

康在 )明代小说史*里就认为其成书于洪武间

!!$'^ H!$C^"

-!%.

#)通鉴纪事本末*成书于淳熙三

年!!!"'"#明显早于)三国演义*成书时间"#这种

时间上的吻合#恰恰表明了历史小说与纪事本末体

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( 事实上#对照一下)三国演

义*与)通鉴纪事本末*中相关内容#就能明显发现

前者确实受了后者的影响%三国的史事见于)通鉴

纪事本末*卷八到卷十一#其中每卷各分上下两部

分#合共 %$ 个主题#详见如下%

卷八上###宦官亡汉

卷八下###黄巾之乱

韩马之叛

袁绍讨公孙瓒

卷九上###曹操篡汉

卷九下###孙氏据江东

刘备据蜀

卷十上###吴蜀通好

诸葛亮出师

吴侵淮南

魏平辽东

卷十下###明帝奢靡

司马懿诛曹爽

吴易太子

诸葛恪寇淮南

卷十一上##魏灭蜀

淮南三叛

司马氏篡魏

卷十一下##晋灭吴

羌胡之叛

陈敏之叛

拿嘉靖本)三国演义*与之对照#可以发现在回

目上#除了其以整齐的七字句作回目外#形式上与

)通鉴纪事本末*完全相同( 至于)三国演义*的内

容上跟)通鉴纪事本末*的相通之处#更是不言而喻

了( 而书中+三顾茅庐,+七擒孟获,+六出祁山,等

故事更是鲜明地体现出纪事本末体的特点( 正是

如此#有学者才认为)三国演义*基本上采取了以大

事为纲领而配合编年叙述的结构$$$故事前半部

仅在开端'董卓之死'李莈之乱'孙策之死等事上标

明年月&后半部则自建安十年起#几乎是逐年叙述#

时序分明(

-C.JG

)三国演义*如此#后来纷纷效仿)三

国演义*的历史小说亦复如是(

综上所述#历史小说在结构技巧上#并非只是

简单地运用编年或纪传或纪事本末方式#而是将这

三种结构方式融汇在一起$$$具体到每一部历史

小说中会各有偏重#使其叙述能将人与事很好地结

合起来#或以时间为经#以事件为纬&或以人为中

心#以事件为辅助#编织出一幅风云变化'绚丽多姿

的历史图景(

##二#微观上的结构技巧!探听0伏笔0照应

##编年'纪传'纪事本末的方法#是历史小说在宏

观上的结构技巧#它们将宏大史实交错于人与事的

叙述中#造成叙事上环环相扣的效果( 但是这三种

结构之技并不是天然地融汇在一起的#它们之间如

何沟通'衔接#使之形成一个浑然一体'富有生命感

的叙事结构#这就有待微观上的结构技巧了(

历史小说微观上的结构技巧#从外在的形式来

看#是探听( 第一部历史小说)三国演义*#写汉末

宫廷大乱#黄巾起义#诸侯崛起#后来又三国鼎立#

中间经过上百次的战争#这一段史实是纷繁而杂乱

的( 它同时要兼顾三国的政治'军事动态#讲魏国

J$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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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忘了蜀#讲蜀国又不能忘了吴国#怎么把它们

沟通起来呢2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#如杨义先生说

的%+探听是使它互动的一个首选#探听就把分隔的

局面变成一个整体,(

-!$.如第 $! 回写刘备与关羽'

张飞'赵云等引兵欲袭许都#于穰山一战大败曹操#

接着写道%

次日"又使赵云搦战$ 操兵旬日不出$ 玄德再

使张飞搦战"操兵亦不出$ 玄德愈疑$ 忽报龚都运

粮至"被曹军围住"玄德急令张飞去救$ 忽又报夏

侯引军抄背后径取汝南"玄德大惊曰(&若如此"

吾前后受敌"无所归矣0'急遣云长救之$ 两军皆

去"不一日"飞马来报夏侯已打破汝南"刘辟弃城

而走"云长现今被围$ 玄德大惊$ 又报张飞去救龚

都"也被围住了$ 玄德急欲回兵"又恐操兵后袭$

忽报寨外许褚搦战$ 玄德不敢出战"候至天黑"教

军士饱餐"步军先起"马军后随"寨中虚传更点$

这一小段#从 J 处出现+忽报,+忽又报,+飞马

来报,+又报,+忽报,字样#足可见出探子现身之频

繁#也正是通过这种探听效应#才能将曹操一边军

情与刘备一边军情天衣无缝地弥合起来( 在这方

面#将)三国演义*与)三国志平话*略作比较#更能

说明探听在结构上的作用%如同是写刘备入川#刘

备在建安十六年占了荆州之后#到建安十九年驱逐

刘璋自领益州牧#这中间有三四年的时间会发生很

多事情#)三国志平话*卷下对此只写了蜀国一边#

没有写别的地方&但)三国演义*第 '&''! 回对此却

凭借探听就照顾了别的地方#如刘备到了四川之

后#刘璋在涪城设宴款待#忽报张鲁军犯葭萌关#刘

璋便派刘备到北方去防备汉中的张鲁#接着便以

+早有细作报入东吴,#转接东吴一边军情%东吴听

说刘备到四川去了#就想夺回荆州( 他们要孙夫人

带着阿斗到东吴去看吴国太( 接着东吴那边忽然

又报曹操起兵 G& 万#要来报赤壁火烧之仇( 于是

东吴迁都到秣陵#差军数万筑濡须坞来防备曹操(

通过探听#就不像)三国志平话*只写了蜀国一边#

而是将蜀'魏'吴都勾连起来了#使得前后情节一环

接一环#环环相扣#具有目夺神移的效果( 纵观)三

国演义*全书#探子几乎无处不在#它将三大军事阵

营的军情动态融汇一起#使纷乱的史实成为一个

+大开大阖'而又转换自然,的有机整体(

然而#探听属于外在的转笔#单凭它来疏通各

个庞大的叙事单元内部的关系#未免会有些纤弱(

这样#历史小说就需要一种内在的形式来弥补#这

种内在的形式就是伏笔与照应( 对于历史小说中

的伏笔#古代小说评点家早有洞察#如)北史演义*

第十六卷写高欢在山东 % 年#捉伪王 " 人#又斩邢

杲于济南#被孝庄帝封为晋州刺史( 许宝善于此评

曰%+随手插入高欢为晋州刺史#伏后文强大之

根(,

-!G.而毛宗岗对)三国演义*中伏笔的阐发更是

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#他在)读三国志法*中说%

)三国*一书"有隔年下种#先时伏着之妙$ 善

圃者投种于地"待时而发$ 善弈者下一闲着于数十

着之前"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$ 文章叙事之法亦犹

是也$ 如西蜀刘璋乃刘焉之子"而首卷将叙刘备"

先叙刘焉"早为取西川伏下一笔$ 又于玄德破黄巾

时"并叙曹操"带叙董卓"早为董卓乱国#曹操专权

伏下一笔11自此而外"凡伏笔之处"指不胜屈$

每见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捏不来之时"便平空生出一

人"无端造出一事"觉后文与前文隔断"更不相
"

$

试令读)三国*之文"能不汗颜0

+!J,$J& H$J!

毛宗岗在这段话里对)三国演义*的伏笔#从宏

观上作了一个总括( 而从微观的角度#即具体到每

一回的文字中#毛宗岗也不厌其烦地点明这一技

巧#表明他对伏笔的欣赏( 这里姑且以)三国演义*

第 $! 回至第 G& 回为例#以毛宗岗的评点来梳理每

回的伏笔%

表 !#+三国演义,第 $! HG& 回中的伏笔

回数 回前总评 文中评点 总次数

$!

"

如袁氏谭'尚相争#

尚在后卷#而在郭图

口中先伏一笔&

#

刘备投托孙权#尚

隔数卷#而在孙乾口

中先伏一笔&

$

檀溪跃马逃难#亦

在后文#而于蔡瑁口

中先伏一笔(

"

兵败之后忽然劝立

后嗣#正为后文伏笔&

#

下卷事早伏于此(

J

$% 无

"

运粮用水#后来攻

城亦用水( 遏淇水入

白沟# 先 为 决 漳 河

伏线&

#

叙许褚战功#为后

杀许攸伏线&

$

百忙中忽入曹丕一

小传#早为曹丕称帝

伏线(

$

'$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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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数 回前总评 文中评点 总次数

$$ 无

"

为 甄 氏 立 皇 后

伏笔&

#

早为后文赤壁鏖兵

伏线&

$

又为后文赤壁兵败

伏线(

$

$G 无

"

后曹丕欲学舜之禅

尧#于此先伏一笔&

#

为后大宴铜雀台及

临终时遗命伏线&

$

为 后 七 步 成 章

伏线&

%

带说孙权#早为赤

壁伏线&

&

为后伊籍两番救玄

德伏线&

'

此处写马#写后园#

极似闲笔#却俱暗为

后文伏线&

(

前云伏军 J&& 在

城#正为此句伏线(

"

$J 无

"

此卷叙玄德见司马

徽#正为见诸葛亮伏

线耳&

#

将从市上相见#先

在庐中听得#此伏笔

之妙&

$

早为后文伏笔(

$

$' 无 无 &

$" 无

"

预为后文伏笔&

#

说孔明徒费心力#

是于孔明未出山时#

早为他临终结局伏下

一笔(

%

$^ 无

"

为 后 赤 壁 鏖 兵

伏线&

#

日胜于月#为后孙

权称帝伏线&

$

为 后 玄 德 入 赘

伏线&

%

为后杀黄祖伏线(

G

$C

"

刘表因见黄祖被杀

// 此 为 后 文 伏

线也&

#

甘宁借江夏为避仇

之地//此亦为后文

伏线也&

$

晋之代魏尚隔数十

卷// 正如五月篹
卦#方当五阳强盛之

时#而一阴已伏于下(

"

此处写甘宁往夏

口#正为后文刘琦请

守夏口伏线&

#

前于徐庶未来之

先#已早为此处伏下

一笔(

J

G& 无

"

为 后 文 争 荆 州

伏线&

#

因攻刘备就势带出

孙权# 为 后 文 赤 壁

伏线&

$

为下文登高对坐饮

酒伏笔(

$

如上表所示#这 !& 回单单是毛宗岗以+伏线,

或+伏笔,形式指出来的就有 $J 处#加上李渔补充

的 ! 处伏笔!在第 $J 回的末尾写曹仁轻视刘备#要

去生擒他#李典说将军若去#某守樊城#李渔于此评

曰%为后樊城失守伏线"#

-%.GGJ共 $' 处#最多的一回

有 " 处#平均每回有 $ 处多( 而事实上#毛宗岗'李

渔说的+张本,也是指伏笔#而+张本,在这 !& 回中

有 J 处( 再加上第 $J 回毛宗岗评点的+先为后文

求计诸葛作一引,这 ! 处伏笔#

-%.GG%这 !& 回被评点

家指出来的就有 G% 处伏笔#平均每回达 G 次多(

据笔者统计#)三国演义*一书中#仅仅是评点家以

+伏笔,+伏线,+张本,+伏下一笔,+为后文//作

一引,等形式指出的伏笔运用#就有 G&& 多处( 由

此可见#伏笔之运用#真如毛宗岗说的是+指不胜

屈,(

照应也是一种内在的结构之技#虽然评点家对

它不像对伏笔那样感兴趣#但他们对这一技巧也并

没忽视( 毛宗岗在)三国志读法*中首先就指出

)三国演义*的+首尾大照应'中间大关锁,%+)三

国*一书#有首尾大照应#中间大关锁处( 如首卷以

十常侍为起#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#又有

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#此一大照应也( 又如首卷

以黄巾妖术为起#而末卷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#

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#此又一大照应

也(,

-!J.$J$并说%+前能留步以应后#后能回照以应

前#令人读之真一篇如一句,(

-!J.$J!不仅指出)三国

演义*一书的首尾大照应情况#还评价了其在结构

上的重要功能( 毛宗岗在)三国演义*第 !!J 回前

评里另指出了几处首尾照应%+又有读至终篇#而复

与最先开卷之数行相应者( 如观黄龙见井中之兆#

令人思青蛇见御座之时&观曹髦咏)黄龙*之诗#令

人思汉帝咏飞燕之句( 斯已奇矣( 然当时之人#犹

未以前事相况也( 至于姜维之欲去黄皓#则明明以

十常侍为比#明明以灵帝为鉴( 于 !!& 回之后#忽

然如睹 !!& 回以前之人#忽然重见 !!& 回以前之

事( 如此首尾连合#岂非绝世奇文2,

-%.!$C!这里就

把伏笔与照应连在一起了(

具体到文本中#评点家对照应之处也会点明(

这里以)三国演义*第 "! 回到第 ^& 回为例#对毛宗

岗指出的照应作一统计#以说明历史小说中照应的

运用%

"$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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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%#+三国演义,第 "! Ĥ & 回种的照应

回数 文中评点 次数

"!

"

照应 '" 回中语&

#

蔡邕事至此已隔数十回#忽于闲中照应前文&

$

提照前事&

%

恰与后文谏马谡相照(

G

"%

"

在 "! 回中伏着#至此方见( !

"$

"

胡班救关公是 %" 回中事#于此照应出来( !

"G

"

照应前事( !

"J

"

照应 GG 回中事&

#

照应 "$ 回中事(

%

"'

"

书在袭荆州之前#此处照应前文&

#

照应 "$ 回中语&

$

照应前文(

$

""

"

将公往事一提#照应 %" 回之前( !

"^

"

周泰事在曹操口中照应#关公事在华佗口中

照应#只两事匀作两番写#又以华佗口中一段闲

文叙之(

!

"C

"

文字照应之妙&

#

照应前文见鬼事(

%

^& 无 &

##这 !& 回指出的照应之数只有 !' 处#远远少于

第 $! 回至 G& 回对伏笔的运用!G% 处"#给我们的

印象似乎照应的运用远远要少于伏笔( 事实上#在

古代评点家看来#伏笔与照应是一体的#所以他们

往往也将二者统称为+伏应,#这意味着前有伏笔#

后必有照应$$$如果没有照应#伏笔就是空的#或

者说伏笔就不是伏笔&当然#如果没有伏笔#就更不

可能有照应了( 只是评点家对照应不像对伏笔那

样频频点明#就给我们留下了那样一个错觉(

伏笔与照应的巧妙运用#不仅让叙事的连贯和

衔接不着痕迹#过渡自然&而且勾连情节内部的关

联#使其丝丝入扣'浑然一体( 所以毛宗岗才会评

价)三国演义*%+通观全部#虽人与事纷纷#而伏应

之妙#则一篇如一句#斯真有数文字(,

-%.'J$称其为

+结构之至妙者,(

-%.!!GJ所以杨义才会说大'小伏应

使 )三国演义* 大开大阖的结构显得结实而

严密(

-!."$ H"G

赵炎秋先生说%+好的文学作品#结构应该具有

整体性与严谨性(,

-!'.若将编年$纪传$纪事本末

的结构之技#与探听$伏笔$照应的结构之技联系

起来#我们不得不感叹历史小说#尤其是)三国演

义*#具有+好的文学作品,的品质#+是一个奇迹#

在中国刚刚出现长篇章回小说的时候#它就能写成

这么严密'宏大'气势非凡的结构(,

-!$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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